
校園丹寧日響應計畫 

一、計畫緣起 

    2017年底，好萊塢陸續爆發韋恩斯坦等人長期性侵害/性騷擾事件，引發

#MeToo與#Timesup聲援浪潮，除了支持受害人勇敢站出來，也希望社會關注性

暴力議題，讓加害者面對責罰。這片聲浪席捲全球，性暴力不再是一個人的

事，也不再是只有女性在乎的事，更是全球公民迫切認為必須改變的現況。 

    性侵害事件發生後，社會大眾時常優先關注被害人的言行舉止，像是做了

哪些行為、穿著甚麼樣的衣服，場合在那、是否合宜，又或是喝了甚麼飲料，

甚至將上夜店等於想要被撿屍畫上等號，前述種種都隱含著對被害人的指責，

然而，卻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訊息，即加害人有確保性行為時雙方都是清醒且

有取得對方意願的責任。近 3年性侵害案件每年通報件數皆逾 1.3萬件，但實

際上還是隱藏著許多「黑數」，事件帶來的恐懼、性傷害的影響、周遭人的反應

等都可能使得被害人難以求助，選擇獨自面對；只是，掩蓋並無法讓傷痛消

逝，被害人需要承受的是事件如夢靨般的追隨，進而對其身心、人際互動，甚

或是日常生活產生極大干擾。因此，今年我們希望透過活動的進行，傳遞

「Only Yes means Yes，用支持取代批判」概念，希冀得以凝聚友善第三人的

正向力量，提升被害人轉身(求助、揭露)意願，尋求相關資源協助，可在專業

人員與友善第三人的陪伴下人走過低落的日子，逐漸地回到生活正軌上。 

 

二、計畫說明 

本次校園丹寧日活動執行時間為 4-6月間，以國際丹寧日為主軸，藉由闖

關活動，帶領同學檢視自身對性侵害事件被害人之想法，期望能夠播下性侵害

防治的種子，並成為被害人的支持者。 

(一) 攤位體驗活動 

總共五個情境題，體驗者依據情境選擇自身的回應，回應選項二選一，

選擇正確選項者得一顆星，若選到迷思選項則無，完成五題情境回應後計算

獲得星星之總數。 

第一題：撿屍迷思 

第二題：男性不會被性侵害的迷思 

第三題：處於曖昧階段發生性行為是正常的迷思 

第四題：穿著與性侵害的迷思 

第五題；復仇式色情(未經當事人同意散佈私密影像) 

(二) 體驗結果 

體驗者獲得星星總數以及給予文字回饋 

(三) 支持行動 

1. 邀請體驗者就「給被害人一句鼓勵的話」或「我可以做甚麼，協助被

害人轉身」擇一，於便利貼寫下一句話，並貼在『「Only Yes means 



Yes，用支持取代批判」主視覺海報』上(蓋住批判話語)。 

2. 鼓勵體驗者持呼籲標語「only Yes means Yes，用支持取代批判 」

拍照打卡上傳，並 hashtag：#校園丹寧日 #現代婦女基金會 #學校

名稱 

 

三、現代婦女基金會提供 

(一) 校園丹寧日攤位海報，建議 A2尺寸彩色印出，張貼至攤位上。 

(二) 校園丹寧日攤位說明，建議 A4尺寸黑白印出，在攤位上供參與學生了

解。 

(三) 校園丹寧日情境題，建議 A4尺寸黑白印出。 

(四) 校園丹寧日分數與回饋，建議 A4尺寸黑白印出。 

(五) 校園丹寧日呼籲標語，建議 A3尺寸彩色印出。 

(六) 校園丹寧日主視覺海報 2-3張，以郵寄方式寄出。 

以上尺寸及印出數量可以學校需求自行調整。 

 

四、學校提供 

(一) 活動結束後兩周內，請填寫「校園丹寧日響應計畫成果清冊」，並提供原

始照片檔予基金會存檔。活動照片須包含有攤位海報(可清楚看見主辦單

位 logo)的照片與便利貼張貼於主視覺海報的照片，其餘還可包括活動

過程、支持行動…等。 

(二) 學生拍照上傳至自己社群平台時，請指引學生 hashtag： 

#校園丹寧日 #現代婦女基金會 #學校名稱 

若學校有其他 hashtag需求，可自由增加 

 

五、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、各大專院校 

 


